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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鉴定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司法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密不可分
。
人类诉讼制度演变至今，一个重要的线索即是不断提升通过回溯性认知以发现案件事实进而作出裁判
的能力。
证据制度确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准确地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更是为实现这一目
的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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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宪丹，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教授。
兼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法医学会顾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教授。
曾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院长、第一届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研究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司法鉴定、司法考试和社会系统工程。
2002年以来主持司法部、中国科协等部级课题6项；主要著作：《中国法学教育反思》、《中国司法鉴
定制度研究》、《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等；主编高等院校教材：《司法鉴定通
论》、《司法鉴定学》、《司法鉴定管理概论》等；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
中国司法》、《中国司法鉴定》等法学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郭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实践与实验教学研究中心主任，诉讼法学博士
、博士后。
兼任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应用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任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高级法官。
主要研究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和司法鉴定制度。
主持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团中央等部级课题5项。
主要著作：《鉴定结论论》、《鉴定意见证明论》、《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研究》、《案件事实认定
方法》等；主（副）编高等院校教材：《证据法学》、《侦查学总论》、《司法鉴定学》等；在《法
学研究》、《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学》、《法律科学》、《法令月刊》等海内外法学刊
物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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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争议　
　一、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二、司法鉴定管理权的分歧与调适
　三、司法鉴定场域的权力对利益的纠缠与防范
　四、司法鉴定法律文本的变奏与重整
第三章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评价　
　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检视与评价
　三、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现状的评价与思索　
第四章　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改革
　一、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关系与考量
　二、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鉴定问题的透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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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司法鉴定适用制度改革
　一、鉴定人与专家证人的制度冲突　
　二、鉴定意见审查模式的选择　
　三、鉴定意见争议的解决机制　
第六章　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
　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二、司法鉴定科学性、可靠性保障制度的探索
　三、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艰难与破解　
　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五、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逻辑反思与路径选择
第七章　司法鉴定制度发展的探索
　一、司法鉴定实现科学发展的探讨　
　二、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发展的探索　
　三、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系统探究　
第八章　司法鉴定制度的相关立法建议
　一、司法鉴定法的体系结构与框架安排　
　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鉴定的修改问题　
　三、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
余论：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维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发展范>>

章节摘录

　　司法鉴定问题自1989年正式载人我国法律文本已历经了30年的风雨历程，渐由微观的“部门工作
”在历经了50多年的实践发展后成为宏观的国家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其学科与学术地位也走出其他
学科的附庸，这标志着司法鉴定在制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形成，其理论体系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的梳理、检视与评价，并以此作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发展范式研究
的首篇。
　　一、司法鉴定研究五十年的历史与检视①　　司法鉴定在我国从概念翻译演变为法律定义，其理
论研究也渐自从微观的“部门工作”探讨延伸到宏观的国家法制建设的设计，其学科与学术地位也走
出其他学科的附庸，成长为具有独立硕士、博士研究方向的重大理论研究领域。
司法鉴定理论研究的迅速发展，不仅标志着司法鉴定制度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显示出成为相对成熟且具有学科“专业槽”的独立学科体系。
因此，有必要对司法鉴定理论研究的坎坷历程予以“历史性”的扫描，通过溯及与回顾“已故的历史
”，来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提供资料铺垫以及必备的理论储备。
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鉴定理论研究的历史成果进行有重点的“回顾”，并以分阶段的形式展示
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1949年至1979年：司法鉴定理论研究的冷冻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鉴定”一词最
早源于1955年至1956年苏联专家楚贡诺夫编写的在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班使用的
“司法缢定讲义”名称。
“司法鉴定”是“学习前苏联司法部的经验”“从俄文翻译过来的”，②形成了汉语式的法律专业性
词汇。
这一教材名称虽然属于舶来品，但对我国后来的教材以及学科名称影响甚巨。
在这个时期，前苏联专家柯尔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犯罪对策学》和马阔廖夫在上海为司法部举办
培训班进行司法鉴定培训，这时期的培训讲义的名称导致了机构名称以此来冠名。
195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法医研究所”更名为“中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同时，成立了“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承担法医学和刑事技术的检验鉴定工作。
“这两个研究所先后培养了400名法医专业人员和20名刑事技术研究生，在全国各地初步建立了司法鉴
定体系，为健全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①我国由于受翻译概念的影响以及鉴定机构前“司法”的“约定”，对后来学术界或者教材以及中
央文件或者法律为什么使用司法鉴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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